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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个特殊的人群。
　　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群。
　　幸运与悲惨，抗争与妥协，疯狂与无奈⋯⋯都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天潢贵胄”生来就是全国最幸福的孩子。
贫穷、饥饿与他们无缘，考试、工作更与他们无关，那些常人需要费尽周折，尝尽艰辛才有可能挣来
的富贵荣华，他们早在娘胎里就得到了。
他们是含金握玉来到这个世上的。
其实，抛开这层表象，用心去体悟他们的命运之时，我发现，皇子是一群十足的可怜虫。
　　身为人子，他们鲜有机会体味人世间的父子亲情；　　身为人臣，他们鲜有机会表达个人的思想
与主张；　　身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们鲜有机会获得起码的自由、权利与尊严。
　　这一切的一切都要归因于造就和埋葬他们的皇权政治。
　　皇权政治，即以皇权为核心的政治格局和形态。
在皇权的支配之下，经济、文化皆为附庸，至于皇子，更是彻彻底底的皇权附属物，其地位与特权完
全来源于皇帝。
他们的兴衰荣辱，甚至性命，都与皇权休戚相关。
　　他们是距离权力之巅最近的人群，也是最远的人群。
　　说最近，是从空间考量，说最远，是从本质考虑。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至少从理论上宣告：在皇帝面前，皇子与广大臣民别无二致，皆为奴仆。
皇权政治呈现出一点、一线的格局。
皇帝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点，奴仆是那条笔直而又有些曲折的线。
　　君民关系与君臣关系是皇权政治下的两大重要命题。
从君主的切身利益来考虑，显然是臣子对其权位的威胁更加的直接和显而易见。
因此，君臣关系是皇权政治中的首要关系。
　　君臣关系的基本线索是尊君抑臣。
君主要集权，势必要侵夺臣子的权力，其中当数那些与君主“亲”、“爱”、“信”的臣子对君权最
具威胁，是需要君主首先提防的。
那些理应是“至亲”、“至爱”、“至信”的人也就是妻妾子女。
　　家天下时代，国家为帝王一姓之私产，基本继承制度为父死子继制，皇子具备承继大统的合法资
格，这相对于那些有着篡位野心的异性臣子显然更有优势；从人身关系上考虑，有较多机会亲近君主
的皇子，在弑君谋逆的时候也更加方便。
　　因而，皇子的身份就显得很微妙了。
从宗法角度来看，他们是君主的亲生骨肉，可谓至亲；从权力格局来讲，他们是与君相对的臣子。
那么，这两种关系孰轻孰重呢？
从皇权主义理论和历史态势来看，显然是前者服从于后者。
　　韩非将这种关系说的很露骨，即“为人主而大信其子，则奸臣得乘于子以成其私，故李兑传赵王
而饿主父。
”因而，即便是亲生儿子也不能相信。
　　对于君主而言，父子关系与夫妻关系，归根结底就是“利”。
即便是正妻所生嫡子做了“太子”的，“或有欲其君之蚤（通‘早’）死者”。
　　父子关系已经十分紧张，那些嗜权、贪利、试图固宠的后妃也参与了进来。
为了确保自己的儿子能够早日接班，这些女人不惜对丈夫痛下杀手。
　　对于这种有悖人伦的现象，韩非的解释很直白：并不是弑君之人憎恨君主，而是因为君主的死可
以为其带来利益。
即“君不死，则势不重”。
“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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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败给了利益，当君主的存在影响到了妻子、儿女的利益之时，利害之争便会超过情感。
　　既然父子关系成了猜忌与防范，我很质疑他们之间还剩下几分亲情。
　　伴随着皇权的扩张与强化，皇子地位呈现出日渐衰微的趋势。
这从皇子之首，即“太子”的命运可以看出。
作为国之储贰，帝国的第一接班人，太子在皇权政治的前期曾扮演较为重要的角色。
他身居东宫，设官建制，并配有一定的武装力量。
而且，太子时常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延揽人才，扩充实力。
不少臣子也半推半就投入未来君主的怀抱，以期日后飞黄腾达。
　　既然对于君主的威胁最大，那么皇子的处境也就最危险了。
　　人们常用“伴君如伴虎”来形容侍奉君主的危险。
零距离的接触，使得皇子较之普通臣僚，更容易成为皇权政治的刀下之鬼。
此时，“天高皇帝近”的观念现实成为实际存在状态。
面对皇帝，他们发现这个父亲有异于常人，不能从人性的角度去考量。
　　皇子的成活率很低，即便成人，亦难以善终。
一旦涉足权力，即会遭到猜忌。
若是才华外露，自然招致皇帝的嫉恨与打压，小命难保；若是庸庸碌碌，又会招致皇帝和敌对势力的
诋毁与攻击。
总之，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特别是那些占据太子之位的皇子，就更是战战兢兢，如坐针毡了。
　　随着年岁的增长，一些皇子权力欲望膨胀，拉拢势力，钩心斗角，甚至急于抢班夺权。
使得君主若有芒刺在背，坐立不安，必欲除之而后快。
　　这种对皇帝权威的威胁与挑战，必定会遭到无情的打压。
于是，有的皇帝裁撤东宫僚属，有的安插特务，有的取消太子特权，有的甚至直接将其废黜或诛杀。
到了最后，雍正皇帝则是采取秘密立储的方式进行传位，对于皇子的提防可谓到了极致。
　　其实，待到百官之首的丞相遭到废除，那些饱读诗书，标榜道德的汉族官僚欲做“奴才”而不可
得的时候，皇子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他们是生长在宫城内的高级囚徒。
　　本书写作，以《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中记载有皇子事迹的篇章为蓝本，从数以千计的皇子
当中遴选出了三十六位人物，分别作传。
他们当中，有文采斐然者，有武艺超群者；有修成正果者，有遗憾出局者；有悲天悯人者，有凶残成
性者；有唯唯诺诺者，有骄横跋扈者；有安邦定国者，有荼毒天下者；有轰轰烈烈者，有窝窝囊囊者
；有超凡脱俗者，亦有俗不可耐者。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特打破朝代限制，据其共同特点，将人物分成了八个单元，可以理解为这就是行
子们的八种命运。
　　在这里，我不得不赞叹太史公的伟大。
诸多史书当中，唯有他笔下的皇子是那样的个性鲜明，活灵活现，富有人情味儿。
这让我在书写汉武帝之前的几位皇子之时，省力不少。
我自信，那些篇章也是最出彩的。
初次捉笔，必定会有许多不足之处，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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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皇子，是一个特殊的人群，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群。
幸运与悲催，抗争与妥协，疯狂与无奈⋯⋯都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身为人子，他们鲜有机会体味人世间的父子亲信：身为人臣，他们鲜有机会表达个人的思想与主张：
身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们鲜有机会获得起码的自由、权力与尊严。
因为他们的爸爸是皇帝，所以他们成为高贵的阜二代，们也正田为生在帝王家,所以他们的命运分外复
杂、耐入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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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纵容犯罪欲何为·刘长犯愣举反旗　　汉高祖刘邦第八子　　刘长是汉高祖刘邦的第八子，也是
最小的儿子，他的一生充满了悲剧性色彩。
　　话说高祖八年（前199）冬十月，刘邦亲自去找叛逃匈奴的原韩王信（此韩信与“汉初三杰”之一
的大将韩信同名，汉初曾被封为韩王）算账，回军途中在赵国东垣（今河北正定县）的行宫下榻。
　　赵王张敖是刘邦的乖女婿，娶的是老刘与吕后的独生女鲁元公主。
期间，赵王为了讨老丈人的欢喜，就投其所好，将自己的一个小老婆（史称赵姬）进献给岳父大人享
用，刘邦乐呵呵地笑纳了。
据说此后赵姬就怀孕了，赵王不敢再和老丈人睡过的女人同居，便给赵姬新盖了一座豪宅，让她独住
。
　　第二年的十二月，赵姬和丈夫都因部下贯高等人的谋反案而被牵连入狱。
惊慌之下，赵姬向狱吏进行爆料，说是去年她被皇帝“幸”过后便有身孕了，即怀了刘邦的龙种。
此时距离“被幸日”已经十四个月了，胎儿果然非同凡响，孕期竟然要比常人长上四个月。
　　狱吏听到如此惊人的内幕要闻后，不敢耽搁，赶紧上报，可刘邦正在气头上，什么也听不进去，
连吕后在为赵王求情的时候也碰了一鼻子灰，于是赵姬又赶忙让弟弟去求吕后的姘夫辟阳侯审食其（
他本是刘邦家中侍从，楚汉之际，刘邦征战在外，与吕后分多聚少，而审食其却和吕后朝夕相处，日
久生情，吕后是一个有着正常生理和情感需求的女人，于是乎两人就合伙给刘邦戴了一顶绿帽子），
让他再去请吕后说情，而吕后此刻正与戚夫人争斗得你死我活，一个女人就够她烦的了，哪还想再招
一个潜在对手，要是吕后肯为赵姬求情的话，那她一定是哪根筋出错了。
　　吕后不愿意搭理，审食其也没有再多说什么，毕竟事不关己，何必为此得罪了自己的老相好和那
个戴绿帽儿的皇帝呢！
无人搭救，赵姬生下孩子后就自杀了，所生者即刘长。
　　查来查去，赵王张敖与此案无关，首犯贯高自杀，张敖被剥夺王位，降为宣平侯，刘邦将最喜欢
的儿子代王如意改封赵王。
　　刘邦以刘姓子弟取代异姓诸王的目的已经达到，气也就消了，突然想起自己刚添了个儿子。
可惜孩儿他妈已屈死在狱中，挺可怜的，自己与这个媳妇虽无夫妻之名，却有夫妻之实，她确实死得
冤枉。
刘邦心里生出了一丝愧疚之心，就把刘长接人宫中，委托吕后做监护人，想多少做些弥补。
吕后虽然出手毒辣，但那是对待敌人。
此时孩子的母亲已死，对自己不存在什么威胁，自己的一双儿女也早已成人，这个时候吕后作为一位
母亲的情怀显现了出来，母爱“泛滥”了一把，不但将刘长抚养长大，并疼爱有加，刘长也因这层关
系，逃脱了吕后一党对刘氏家族的大清洗，也可算是因祸得福了。
刘邦在灭了淮南王英布之后加封刘长为淮南王，可见夫妇二人待刘长还是不错的！
　　但毕竟纸包不住火，刘长逐渐知道了一些上代人的恩恩怨怨，仇恨的种子便在心中生根发芽，茁
壮成长了！
　　按说刘长怨恨的应该是刘邦和吕后，因为毕竟是刘邦的熟视无睹导致了他母亲的直接死亡，牵强
一些可以算上吕后，因为她没有向刘邦求情，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对刘邦，刘长不敢怨，因为那是他的皇帝老子；对吕后，他不能恨，那是抚养他长大的养母，于是，
他就将满腔的怨恨瞄准了当年没有拼死为他母亲求情的审食其，必欲除之而后快，你说审食其冤不冤
！
　　吕后没死的时候，刘长纵然心中怨恨，但也不敢乱来，因为吕后是审食其的姘妇。
　　公元前177年，吕后驾鹤西去三年后，刘章、刘兴居、周勃和陈平等人联手将吕氏余党铲除，迎立
刘邦的第四子代王刘恒为帝，是为文帝。
审食其的靠山彻底倒了，他的死期也就不远了。
　　这时的刘长已经长大成人，生得虎背熊腰，力能扛鼎，颇有当年楚霸王“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范
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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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对刘长很不错，常常惯着这个仅存的弟弟，刘长也有些忘乎所以，觉得当今天下，再没有比他和
皇帝更亲的关系了，很是放肆，常常做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而文帝呢，却并不怪罪，处处护着他。
结果刘长愈加骄纵，天不怕，地不怕，一步步走向了毁灭的深渊！
　　首先，妄自托大，与皇帝称兄道弟。
　　文帝三年（前177），淮南王入朝觐见，期间表现的非常蛮横，史书上说他“甚横”，目无法纪，
不知礼数，总之是霸气外露，很是扎眼，得罪了不少人。
　　文帝邀刘长一同去皇家猎场围猎，二人乘一辆车子，刘长感觉很是威风，得瑟的不行，于是更加
得意忘形了，脑子一热竟然喊起文帝“大哥”来了。
　　本来，弟弟喊哥哥没什么大不了的，本该如此嘛！
并且，吕后当政期间，对刘姓皇族大肆屠戮，杀的杀，吓的吓，总之刘邦的八个儿子只剩下这么两个
了，那就显得更亲切了，但这种观念放在皇帝身上则是绝不适用的，更是极度危险的！
刘长与文帝刘恒的关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刘恒做了皇帝为界限，在此之前，二人是同为诸侯王的
兄弟关系，在此之后，二人关系首先是君臣，其次才是兄弟，后者必须绝对服从于前者，搞混了顺序
的结局只能是被干掉！
因为皇帝不仅是万民主宰，更是天下臣民的君父，君在父前的顺序说明了以君臣关系为代表的政治秩
序笼罩于》父子关系为代表的人伦关系，兄弟关系自然要让位于君臣关系！
刘长到底能不能叫文帝大哥呢？
能！
但那也只能是文帝先恩准特许，他才能叫，而不是他先叫，文帝允许！
刘长不知天高地厚，给点阳光就灿烂，蹬鼻子上脸，忘了自己的臣子身份，其将来的下场可想而知！
　　其次，泄私愤，擅自诛大臣，目无法纪。
　　刘长一直在预谋做掉辟阳侯审食其，为母报仇。
　　这次入朝，文帝对他一再纵容，大哥都叫上了还怕什么啊！
此时不报更待何时。
于是，就在这一年的某一天，刘长启动了复仇计划，他来到了辟阳侯的豪宅，说是有事与其相商，审
食其一听说当今圣上唯一的弟弟来了，赶忙颠儿颠儿地外出迎接，谁知刘长二话没说，刷的一声从袖
子里拔出了铁锥，上去就是一招弓步直刺，将辟阳侯戳翻在地，登时一命呜呼！
他让跟班魏敬将死者的脑袋削了下来，然后扬长而去！
这一年，刘长22岁！
　　虽然报得大仇，但刘长深知自己闯下了大祸。
辟阳侯虽然靠山倒了，但毕竟是当朝侯爷，吕后当政期间还曾当过左丞相，刘长为泄私愤，无视朝廷
法度，擅自诛杀当朝大臣，可不是一般的小罪，因此，他就光着膀子，跑到宫里向皇帝哥哥负荆请罪
去了！
　　文帝讯问刘长的杀人动机，这小子却振振有词地说道：　　“我母亲在当年赵国的那桩谋反案中
是冤枉的，那时辟阳侯和吕后的关系最热乎，但他却不努力求情，结果导致我母亲自杀身亡，这是辟
阳侯的第一件罪行；　　赵王如意和母亲戚夫人本没有过错，可吕后想杀他们，辟阳侯没有尽力劝阻
，结果如意哥哥被毒死，戚夫人也被做成了人彘（吕后发明的专利，将人四肢切除，耳朵和鼻子削掉
，眼睛挖掉，舌头割掉，装入酒瓮。
后来武则天曾经模仿），生不如死，这是辟阳侯的第二件罪行；　　吕后当权的时候不断给吕家人加
官晋爵，而对刘家子弟大肆屠戮，威胁到了刘姓江山，辟阳侯作为大臣，也没有进谏劝阻，这是他的
第三条罪行。
　　正所谓，杀母之仇，不共戴天，再说这厮死有余辜，兄弟宰了他也是为天下人除害！
如今大仇得报，特来向大哥请罪，您就看着办吧！
”　　文帝对此事的处理很是让人吃惊，他对刘长的鲁莽举动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竟然不予追究。
　　按说对臣子进行生杀予夺的大权本是皇帝得以维持权威的利器，怎可让他人掌握？
刘长擅自诛杀大臣，这不仅仅是触犯法律的问题，更要命的是触犯皇帝权威的大罪，可文帝眼见自己
的弟弟闯下了如此大祸，却未表现出一丝的不爽，更未进行劝阻和训斥，反倒是纵容犯罪，他打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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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算盘？
　　再次，爱玩火，终致引火烧身。
　　刘长在长安城亲手戳死了当年的丞相辟阳侯审食其，可谓是一战成名，名满京师！
而皇帝的不予追究更是令他人气鼎盛，连皇帝的老娘薄太后和太子刘启都对他忌惮三分，广大臣民就
更是谈“长”色变了！
刘长在京城出尽了风头之后，回到了自己的地盘，愈是肆无忌惮，屡犯禁忌，我的地盘我做主嘛！
　　一宗罪：擅自立法，并阻止中央政令在淮南国的推行，这无异于搞独立王国；　　二宗罪：耍皇
帝的派头。
出入之时，沿途清道，警戒，并禁止百姓通行，总之，刘长在他的地盘里享用着只有皇帝才有资格享
有的礼仪待遇，这在古代叫做“僭越”，是杀头的死罪；　　三宗罪：“称制”。
从秦始皇创立皇帝制度的那一天起就规定只有皇帝的命令才能称作“制”，其他的人绝对不能使用，
就像只有皇帝才能自称为“朕”一样。
“称制”则意味着称帝，这可是谋反的大罪啊！
　　四宗罪：在上书皇帝的奏章中多次出言不逊，不够恭敬顺从！
　　可以说，以上任何一条罪名都可以置刘长于死地。
而他做了这么多出格的事情却尚不自知，这火是越玩越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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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他们都是历史上的皇二代，他们的人生值得一读！
《中国皇子的八种命运》以《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中记载有皇子事迹的篇章为蓝本，从数以千
计的皇子当中遴选出了三十六位人物，分别作传。
他们当中，有文采斐然者，有武艺超群者；有修成正果者，有遗憾出局者；有悲天悯人者，有凶残成
性者；有唯唯诺诺者，有骄横跋扈者；有安邦定国者，有荼毒天下者；有轰轰烈烈者，有窝窝囊囊者
；有超凡脱俗者，亦有俗不可耐者。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特打破朝代限制，据其共同特点，将人物分成了八个单元，可以理解为这就是行
子们的八种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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